
最新课文读后感八年级 八年级课文信客
读后感(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课文读后感八年级篇一

《信客》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学校：南门中学

科目：语文年级：八年级时间：.10.30授课教师：

参与备课成员：

课题：信客课型：新授课

教材分析《信客》是初中语文人教版八年级上学期第二单元
的一篇现代散文。这篇文章出自于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笔
下，讲述了一个关于诚信的话题。字里行间优美中蕴含着哲
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过去的沟通方式，同时也能接受到
诚信的教育。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把握文章脉络，理解思想内容。

过程与方法：加强对现代文阅读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信客的职业道德和优秀品格。

教学重点了解信客的职业道德和优秀品格。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品质。

问题设计1、信客是怎样一种职业？

2、作者又是怎么样刻画这位至始至终讲求诚信的信客的？重
点写了他的哪些事？

5、从这句话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出“作者为什么在写信客之
前要先写老信客”？

核心语句1、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
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
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
蹋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2、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
来的。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旁。此时的
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么关系。为
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策略方法合作探究法、提问法、拓展提升法

课前预习1、作者简介

2、重点字词

3、通读课文，划分段落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检查预习。二、初读课文，疏通文意。

三、合作学习，探究疑难。四、精读课文，研读赏析。

五、拓展延伸，提升能力。六、归纳总结，布置作业。



教学

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教师活动时间

分配设计

意图

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快）自主合作

探究问题

（慢）互动展示

解决问题

（透）当堂训练

巩固问题

（精）巡视指导

激励启发

检查预习

导入课文演示ppt

1、听读课文，整体感知。

2、检查重点字词学生



自由发言朗读课文

品味赏析1、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

作业设计1、做课后习题1.2题

2、为这位信客写一段墓志铭

板书设计

信客

为什么做老信客的影响

信怎么做的任劳任怨、善良宽容无私奉献

客为何不做遭人诬陷、前途凶险受人敬重

结果怎样好老师、好校长

课后反思通过欣赏余秋雨的《信客》，了解了什么是信客以
及做一名合格的信客需要具备什么素质。我们可以从文章最
后看到以诚信德名远播的信客去世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之
多，可见诚信之人必受人尊重。这篇文章让我们意识到诚信
对于人立足社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21世纪是个讲求诚信的
时代，人无信而不立。作为新时代的主人，我们应该积极学
习八荣八耻，坚决做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余龙翔

课文读后感八年级篇二

读后感一：

今天老师讲了《信客》这一篇文章，都后我感触很深。



科技在日新月异的进步着，信客如同许许多多的职业一样，
在今天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于是这个职业消失了。

但是，曾经或者愿意成为信客那样的人却没有消失，他们仍
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科技是在进步，但作为人的一种思想，
一种品质的象征的信客是永恒的，如同儒家的教育一样悠久，
如雷锋的象征一样深远。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道德的最高境
界，这种品质却永远不会想他们曾经的职业一样消逝，现在，
他们仍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默默的奉献着。

信客的苦是双方面的，他们赚的钱仅够糊口而已，但工作却
异常艰辛，往往乡亲们的亲戚都不在一个城市，所以要走的
路程可想而知，运气不好，遇到坏天气，可能难以吃的上饭，
这些苦就是来自肉体与物质的;然而收到了如此苦难后的信客
们，回乡却难以受到乡亲们的安慰，如果有哪家人死了，还
得主动去安慰他的家人，任凭别人打骂。更糟糕的是，信客
们常常收到乡亲们的无端怀疑，这使本身身体劳累的他们，
心也累了。这些痛苦，这些磨难，不是你我所能承受的，然
而，信客们都已默默承受，并没有丝毫怨言。

信客的职业已经逝去，并不再回来，让我们目送这曾经承载
过无数有信客精神的人的职业，但是，也不要忘记，这种精
神却永远的被刻在了历史，现在，和将来，是你我都因去继
承和发扬光大的。

这是给信客职业的墓志铭，却不是给信客精神的墓志铭。

读后感二：

信客是新中国初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奔波的乡村“邮递员”。
他们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只能用肩背着重重的麻袋，靠着
低廉的“邮递费”艰苦的过日子，而且必须没有一点儿私心，
不然就会像老信客那样失去别人的信任。但是，不光是信客，
普通人也要守信用。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是欺骗的世界



里，我真不敢想象那会有多可怕。

信客有时还要帮助不识字的农民们写信，便渐渐地有了很好
的文学水平。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他最终当上了校长。

人生缺不了诚信，更缺不了磨练。

读后感三：

一直都钟情于汪国真的诗和余秋雨的散文。汪国真的诗，简
单明了但却给人以清新开阔的感觉，无论是青春、岁月、生
活、生命，还是坎坷、艰辛、辛酸、苦楚，读完总能让你的
心胸开阔、豁达，让你的生活充满着激情，让你不得不热爱
生活。余秋雨的散文，平平淡淡的句子中总是弥漫着沧桑，
或许有着淡淡的忧郁。(每人人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都
一样，那是你没带着心去读)昨夜睡前无事，再次拿起了余秋
雨的《文化苦旅》，于是，重新温习了一遍《信客》。首次
读余秋雨的《信客》，大概在前，还记得那时读后非常感动，
感动于人世沧桑，感动于生活的辛酸苦楚，为此自己在没有
老师的要求下写了读后感，实属难得。依然记得文中那句
话“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
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那是对信客的最好
概括。信客，我想80后的基本上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职业
了，在我没有读到这篇文章之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职业。简而言之，信客就是最为古老的邮差。如今再读《信
客》，依然能够感觉到那种沧桑，依然能够感觉到那种悲凉，
依旧为那种情感而感慨，依旧喜欢那美美的文字，依旧喜欢
带着一种心情去读。

课文读后感八年级篇三

《信客》教学设计(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教学目标：1、分析人物形象



2、体会语言特点

教学重难点：目标1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文内容导入

社会有某种需要，就有某种职业。作者故乡浙江余姚，离上
海比较近，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谋生，当时邮政业务
尚未普及到乡村，城市之间通讯需要专人担任，于是有了信
客这种特殊职业。这篇课文就是介绍一个信客的故事。

二、理清一条脉络

1、文章共写了两个信客，请同学们自读课文，看看作者主要
写哪一个信客？

明确：文章一前一后写了两个信客，主要写后一个。

2、说说作者写了关于信客哪些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做信客--怎么做信客--为什么不做信客--为什么成为
一个好老师、校长

这便是文章的脉络

3、联系全文，说说信客这一职业的特点

信客终年跋涉，非常辛苦

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发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带
出的信、物。还有额外工作，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有时



候还要充当代理人，某个谋生者死了，得尽同乡情谊，匆匆
赶去，代表家属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又要通报
噩耗，帮着安慰张罗，送交遗物，汇报处置后事的情
况。“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
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贫穷

老信客干了一辈子，家里破烂灰暗，一无所有。沿途投宿，
捡便宜的小旅馆住，吃饭尽找那种“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的小店。终年奔波，胃病和风湿病成了职业病。

最痛苦的是蒙受怀疑、欺凌、憎恨

三、研读两个事迹

再读课文，完成下面两项内容：

1、找出重点事迹

提示：信客所做的事情非常多，但作者交代比较详细、最能
表现信客这一特殊职业的特殊经历的有两件事：

（1）一个谋生者客死他乡，信客充当代理人

（2）信客被那个发了财沾花惹草的同乡诬陷为小偷

2、两个事迹表现了信客怎样的品性？

仁义热心，任劳任怨

他理解在外谋生者，也理解在家的家属，理解他们的需要与
感情。事情不分分内（送信、送物等）分外（帮人代写书信
等），只要有求于他，再辛苦也在所不辞，有时候还得忍受
无端的猜疑与羞辱。



宽以待人，善良厚道

王丹

课文读后感八年级篇四

“人之初，性本善。”谁不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人，迎
接别人赞赏的目光，可这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现实
的残酷，各种利益的诱惑致使了多少人走上远离“善”字之
路。在这个无比现实的社会，即使是心灵美好的人们也会终
将被现实的残酷所击垮。不安于现状，想更前进一步固然是
好，但也是只有自己付出多于别人的精力与时间后才能做到
的。有些人不愿如此，想法设法地“找窍门”“钻空子”，
殊不知，那样做等同于在自己的心灵上刷了一层层永远也无
法褪下的黑色。

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有罪恶的事情发生，但同时在某个地方
也会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做着善良、有爱心的事。一个心灵美
好的人必定会给身边的人带去无限光明，一个心灵罪恶的人
必定会给身边的人带去无限黑暗。为了自己也为身边的人，
尽量让自己的心灵美好起来吧！

“人性向善”。没有不想做心灵高尚，品质善良的人，所以，
从今以后，开始改变自己吧，在做一件缺乏“善”的事情之
前，认真想一想自己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会给自己和别人带
来哪些伤害，会使心灵变黑几分，然后，停下你的脚步和行
动。

像这位信客一样，保持自己的良好品质，让心灵亮起光彩！

人性为何？――善。



课文读后感八年级篇五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总是有着一股力量，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在灵魂的挣扎中体味那独特而厚重的美，《道士塔》是这样，
《信客》也是这样。

这是关于两代信客的故事，这是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警醒。
回溯老信客的一生，我看到了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甚至
是无奈放弃后的深深依恋――在交接信息时的细声慢气，
在“逼着”年轻信客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后的唏嘘声里。我着
实感动，我不禁要想，是什么让老信客愿意担当起这份琐屑
和辛苦？这样的事，放在现代，实在是不可思议。也许，老
信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丢失的人格。

令我心寒的是乡民的反应。老信客的善良仗义，饱受艰辛，
曾经带来的喜悦和希望，全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宛若不曾
发生。一生的信誉毁于一旦！

老信客失了信誉，懊悔莫及，带着自残后的.手，独自到外乡
看坟常信客的工作由年轻信客来继续。年轻信客的脚步就是
他的脚步，一次次的重温漫山遍水的乡情。年轻的信客谨遵
老信客的血的教训：要诚信！但耿直的信客因坏了同乡
的“好事”，被发了财而拈花惹草的同乡诬告为“私闯民宅
的小偷”，将他扭送到巡捕房。这一系列的伤害和凶险令信
客心灰意冷，他在老信客的坟前郑重请求原谅，打算抽身而
退。可笑的是，尝到失去的滋味的人们，这才想起他全部的
好。后来还请他当教师，死了还有很多人来悼念。我不禁为
老信客鸣不平，同样辛劳一生，这结局却是惨惨淡淡，是借
着信客的光，顺便修修他的坟！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全身而退，所以“赢得身前身后名”，
另一个，是有了污点，从此被放逐，被打入无底深渊，直至
被彻底遗忘。他只是个游走于两地的乡村信客，他不是民族
英雄，死后可以被平反，被悼念，然后永存世人心中，光辉



照耀大地。但我庆幸，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下了那个年代
的那些人，一种原生态的喜与怒，坚守与不舍。让我，可以
去感受、思考那源于历史的无奈和无奈背后的深沉。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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